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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5月24日同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通电话。

习近平请阮春福转达对阮富仲总书记的
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中越山水相连，“同
志加兄弟”的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共同宝贵
财富，和睦相邻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的大
局。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中国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越
南也将朝着两个百年目标砥砺奋进。双方要
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把握两党

两国关系，锚定中越关系前进的正确方向。
中国党和政府坚定奉行对越友好方针，赞赏
越南新一届领导集体继续把对华关系置于外
交政策头等优先，愿同越方不忘中越传统友
好初心，牢记双方共同拥有的理想信念和历史
使命，不断赋予中越全面战略合作新的时代内
涵，积极构建中越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
体，为两党两国关系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注入
新动力。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继续用好党际交往

特殊优势，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充分发
挥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高质
量推进“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对接，
持续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快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充分挖掘新业态新动能合作潜力，更
好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民间交
往，加快落实中国援越民生项目，让互利合
作成果更多惠及两国百姓。双方要延续和衷
共济优良传统，携手应对好、控制好新冠肺
炎疫情，切实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中方愿继续为越方抗击疫情提供力所能
及的帮助。

阮春福转达阮富仲总书记对习近平的亲
切问候，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
年华诞，表示，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
的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克服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实现了抗击疫情、恢复经
济、脱贫攻坚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人民
生活从未像今天这样美好。越方衷心祝贺
中国成功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巨大转变，相信并祝愿中国在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取得更大成就。
越中两国是兄弟和近邻，越方始终支持社
会主义中国发展强大、坚定奉行独立自主
的外交政策，将继续坚定推进越中友好，
愿同中方认真落实两国高层共识，密切政
治交往，加强团结互信，深化经贸、抗疫、
青年、人文、地方等各领域互利合作，把越
中两党两国关系推向新的高度，为地区和
平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习近平同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5月24日同伊朗总统鲁哈尼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伊双方同舟共济、守
望相助，联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推动务
实合作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在涉及彼此核
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有力巩固了两国战略互信，坚定捍卫了国

际公平正义。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伊建交 50 周年，

两国关系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
史节点。中方高度重视中伊关系，愿同伊方
一道，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强各领
域合作，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
深走实。中方继续坚定支持伊朗维护国家主

权和民族尊严，愿继续为伊方抗疫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助力伊朗人民战胜疫情。中方
支持伊方在伊核问题全面协议问题上的合理
诉求，愿同伊方加强协调，维护好双方共同
利益。中方将为促进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公正
解决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伊方就地区
和国际事务加强沟通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安

全稳定。
鲁哈尼表示，中方成功控制新冠肺炎疫

情，并为伊朗等国抗击疫情提供宝贵支持和
帮助，伊方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伊中建交50
年来，两国保持友好合作。伊方坚定奉行一
个中国政策，坚定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伊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合作，扩

大经贸、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近期两国签署的全面合作计
划，为双方未来互利合作开辟更广阔前景。
伊方感谢中方在伊核全面协议以及巴以等地
区问题上秉持公正立场，希望同中方继续密
切沟通协调，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维
护自身正当利益，维护地区和平安全。

习近平同伊朗总统鲁哈尼通电话

5月24日，第七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
幕，大会以视频方式举行，将持续至6月1日。各方期待
通过此次会议，进一步推动全球抗疫合作。许多专家学
者认为，在全球抗疫斗争中，中国始终同各国守望相
助，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为全球
公共卫生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大会强调结束新冠肺炎疫情的
紧迫性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本届世界卫生大
会将在塑造全球卫生体系、加强世卫组织履行其使命和
任务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大会议程将集中关注与
健康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实现

“三个10亿”目标，即全民健康覆盖受益人
口新增 10亿人，面对突发卫生事件受到更
好保护的人口新增 10亿人，健康和福祉得
到改善的人口新增10亿人。

世卫组织发布新闻公报说，新冠肺炎
疫情威胁全球每一个人的健康和福祉，本
届世界卫生大会将强调结束新冠肺炎疫情
大流行的紧迫性，并防范出现下一个疫情大
流行，构建更加健康、安全、公平的世界。

据世卫组织最新统计数字，截至 5月 23
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66亿，死亡
病例超过344万例。全球新冠疫苗接种持续
取得进展，近期新增确诊病例趋缓，但日新增
病例仍处在高位，一些国家疫情反复，病毒变
种不断出现，全球抗疫任务依然艰巨。

谭德塞表示，全球抗疫处于关键阶
段，疫苗分配不公等问题威胁着业已取得
的抗疫成果。世卫组织“疫情大流行防范
和应对独立小组”本月稍早前就未来疫情
防控提出一系列建议，包括提高疫情大流
行防范与应对的政治领导力、提高疫情防
范的全球筹资和投资、改进监测和预警系
统、建立一个工具和供应的平台等。

在日前举行的全球健康峰会上，多国
领导人、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或代表呼
吁加强抗疫多边合作、采取共同行动防范全
球性健康危机。峰会达成的《全球健康峰会
罗马宣言》指出，支持并加强现有多边卫生
架构以防范、预防、检测和应对疫情，其核心
是有适当、可持续、可预测资金来源且有效
运作的世卫组织。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意义日益凸显

去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
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发
表致辞，宣布中国支持全球抗疫合作的多
项举措，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用实际行
动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

一年多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日
益深入人心，其意义日益凸显。中国已为受
疫情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抗疫以及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
20亿美元援助，向150多个国家和13个国际组织提供了抗
疫物资援助；中非建立了41个对口医院合作机制，中国援
建的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大楼项目已于去年年底正式开工；中
国同联合国合作在华设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也取
得了重要进展……

中国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
作出巨大贡献。中方在大力推进国内疫苗接种的同时，
向80多个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向43个国家出口疫苗。目
前中方已向全球供应3亿剂疫苗，是世界上对外提供疫苗
最多的国家。

“当全世界面临新冠肺炎疫情这一严峻挑战时，中国
帮助世界各国携手抗疫，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生动体现。”埃及外交部亚洲事务部长助理哈尼·塞利姆
这样评价抗击疫情中的中国担当。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政治
与经济部门主任谢尔盖·卢科宁指出，中国倡议世界团结
起来共同抗击疫情，共同改善全球卫生治理，共同构建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对解决全球性问题非常重要。

法国中国问题专家索尼娅·布雷斯莱表示，中国积极
推动抗疫国际合作，体现出高度责任感和团结精神。中方
表示将加大对非洲国家支持，“这既让人看到中非相互支
持的情谊，也让世界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理念，
以及在这种理念下中国推动团结抗疫的决心。”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首席执行官塞斯·伯克利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应对疫情大流行中发挥了积

极引领作用，尤其是在推动疫苗在全球公平
分配方面，中国发挥了关键作用。

乌兹别克斯坦新闻与大众传媒大学教授图
尔苏纳利·库兹耶夫说，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
健康共同体，其迫切性和重要性正日益凸显。
今天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团结合作，
国际社会只有合力应对，才能战胜这场疫情。

坚决反对将疫情政治
化、借疫情搞污名化

回顾一年多来的抗疫历程，国际社会普
遍认识到，要坚决反对将疫情政治化、借疫
情搞污名化。

“将疫情政治化扰乱国际抗疫合作，也不
利于本国疫情防控。”谭德塞表示，病毒是人
类面临的共同敌人，为结束疫情大流行，唯
一的选择就是合作，而非竞争与对抗。“如果
借此争夺资源，或者争夺地缘政治优势，那
就会让病毒占上风。”

中方始终支持各国科学家开展病毒源头和
传播途径的全球科学研究，参与共提了第七十
三届世卫大会涉新冠肺炎决议，支持世卫组织
主导下各成员国就病毒源头研究开展合作。中
方在国内疫情防控任务十分繁重情况下，两次
邀请世卫专家来华开展溯源研究。

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
报告指出，新冠病毒“比较可能至非常可能”经
中间宿主传人，“可能至比较可能”直接传人，

“可能”通过冷链食品传人，“极不可能”通过实
验室传人。报告还提出，在全球更广范围内继
续寻找可能的早期病例等建议。“这份报告证
明，即便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各国仍可以团
结起来专注于新型传染病和病毒的溯源。”美
国专家彼得·达萨克博士说，“要战胜疫情就必
须破除国与国之间的隔阂。”

世界卫生大会总务委员会和全会 24日分
别通过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邀请
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
入大会议程。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表示，在本次
大会开幕前夕，已有150多个国家通过外交渠
道、80多个国家专门致函世卫组织，表明坚持

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世卫大会连续第
五年拒绝涉台提案，充分体现了一个中国原则已成为国际
社会的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容挑战。

比利时知名病毒学家马克·范·兰斯特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说：“全球抗击疫情阻击战远未结束。国际社会迫
切需要进一步团结合作，协调抗疫力量，加大卫生投
入，防止出现类似疫情大流行。”

人类荣辱与共、命运相连。只有秉持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理念，团结合作、共克时艰，才能最终战胜疫
情。“我们从应对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过程中学到的最重要
的一课就是，在所有人都安全之前，没有一个人是安全
的，因为疫情无国界。”伯克利说。

（本报布鲁塞尔5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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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
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全球健
康峰会，并发表题为 《携手共
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的重要
讲话。习近平指出，这场疫情再
次昭示我们，人类荣辱与共、命
运相连。面对传染病大流行，我
们要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
念，团结合作、共克时艰，坚决
反对各种政治化、标签化、污名

化的企图。
一年多来，新冠肺炎疫情起

伏反复，百年来最严重的传染病
大流行仍在肆虐。面对疫情大
考，中国交出一份出色的答卷。
有效阻断病毒传播链条，构筑起
同心战疫的坚固防线，“中国答
卷”彰显的是中医药的独特优势
和价值，展现的是中国智慧、中
国方案、中国力量。以此次抗击
疫情为契机，将中医药打造成为
亮丽的“中国名片”，加强传统医
药领域的合作，中医药将成为建
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不可或缺
的力量。

抗击疫情是一场总体战，中
国成为全球抗疫的“优等生”，一

个重要原因是推动了传统中医药
和现代科学相结合、相促进，推
动中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
展。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中，中医药全程深度参与，与
西医药一起形成了中国特色的
八版诊疗方案，成功推出“三
药 三 方 ” 等 一批有效中医药治
疗方案，疗效得到实践检验。中
医药成为阻断社区疫情蔓延的

“防火墙”，防止转症患者转重的
“桥头堡”，降低重型、危重型
患者死亡率的“利器”。

中 国 自 西 汉 以 来 的 2000 多
年，发生过 300 多次疫病流行。
面对新发传染病，在与疫魔的较
量中，中华民族一次次转危为
安，靠的是中医药。中医药为何
总能有“方”有“药”？原因在
于，中医运用的是整体性、调和
性思维。以清肺排毒汤为例，立
足“排毒”而非“杀毒”，通过清
热、化湿、解毒的方法，改变病
毒生存的环境，抑制病毒在体内
生长，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从而
达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
目的。

我们是同一片大海的海浪。
中医药要走向世界，为全球抗疫
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学是中
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
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传统中医药
亟须打开神秘的“黑匣子”，用国
际通用的语言讲清楚、说明白，
建立起全球通用的“金标准”。当
前，广大中医药工作者要增强民
族自信，勇攀医学高峰，深入发

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发
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推进中医
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
界，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
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
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
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
的篇章，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贡献“中国力量”，共同守护
人类健康美好未来！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共同守护人类健康美好未来
■ 王君平

5月24日，平均海拔4500米的唐古拉山，武警青海总队执勤支队官兵对青藏铁路五道梁至开心岭路段进行常态
化武装巡逻，保障国家重要交通经济动脉的安全畅通。 杨 浩摄 （人民视觉）

5月24日，平均海拔4500米的唐古拉山，武警青海总队执勤支队官兵对青藏铁路五道梁至开心岭路段进行常态
化武装巡逻，保障国家重要交通经济动脉的安全畅通。 杨 浩摄 （人民视觉）


